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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考察了诺贝尔化学奖，展示了20世纪化学的成就和 21世纪化学的发展 ，分析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人才 

的素质。对当前中国化学教育的改革提出了几点启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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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20世纪化 学的成就和2l世纪的化 

学展望 

诺贝尔化学奖是表彰在化学领域作 出 

巨大贡献的化学家的最高奖项 。反映了化学 

学科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。附表中列出了 

附表 

1980 2000年 21年 内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奖 

者及其 主要成 就 。 

由附 表可 见 。20世 纪 的化 学 成 就 主 要 

在 ：化学合成 ，药物发明，聚合物，超导和富 

勒烯，化学研究技术。化学键理论等方面。同 

时为21世纪化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21世纪 

时问 获 奖 者 主 要 工 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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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将继续为 

生命科学作 出 

重要 贡献 。将 

用 化 学 的 观 

点。从分子水 

平上理 解生 物 

体和生命的过 

程 。把调控生 

理和病理过程 

的 各 种 小 分 

子，提高到调 

控生命过程作 

深入研究 。在 

材料科学中将 

会 有 新 的 机 

遇 ，通过分子 

识别 和分子 工 

程技术设计合 

成 新型 的具有 

特殊功能的无 

机、有机 、无机加有机分子；在绿色技术中具 

有广阔的天地 。开发。原子经济”反应 ，进行 

原料绿色化。催化剂、溶剂绿色化 ，产品绿色 

化的研究设计 ；用计算机技术建立分子结构 

与性能的数据库。将量子化学理论引入计算 

机。进行模拟分子设计、合成设计 ，并将进一 

步发展成为计算机实验模拟 、实验设计以至 

实验的控制。 

2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人才素质 

分析 

2．1 具有坚定的意志品质和顽强的人格特 

征 

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成长道路上表现出 

了坚定的意志品质。为摘取科学的明珠知难 

而进 、百折不挠、历尽艰险 。敢于超越权威 、 

超越 自我 ，面对厄运 自强不息、奋力拼搏 。最 

后终获成功，如第三届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 

瑞典化学家阿仓尼乌斯创建了电离理论．当 

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时，却受到了 

冷嘲热讽 ，说他的理论是。奇谈怪论”，但他 

仍坚定 自信、持之以恒 ，用更多的事实证 明 

了电离理论的正确性。从而阐明了化学反应 

的本质。 

2．2 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和创新能力 

深厚的知识功底 、广博的知识层面 、精 



深的知识特 长 、超前 的创 新意识 是攀登 诺贝 

尔高峰的基石。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 

家尤里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物理和化学的最 

新交叉领域 ．这为他以后 发现氚，获得1934 

年诺 贝尔化 学奖打下 了坚实 的基础 ，他 的研 

究还涉猎地质、生物、天文等领域，并在这些 

学科交叉的渗透中进行了新的探索 ，开创了 

核天体物理学 、宇宙化学等新学科分支，在 

化学进化以及太阳系、生命和元素的起源等 

重 大科学 问题 上树起 了一座 座里程碑 ，尤里 

当之无愧地被称为20世纪既具广博知识 、又 

有创新才干的科学家。 

2．3 具有 高 尚的道德 情操 和献 身科 学的精 

神 

诺 贝尔奖 获得者具 有为人 类进 步 、社会 

发展、精神和物质的丰富，甚至为世界的和平 

事业献身的大无畏的崇高精神 ；具有为民 

族、为祖国利益奉献的无私精神 ：具有为科 

学事业执着追求、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。 

2．4 具 有团结 合作 的精神 并 以乐观 的态 度 

对待 生活 

科学向着各学科 的纵深和综合交叉方 

向发展 ，要求科学家之间广泛团结与合作 ， 

诺 贝尔 奖是 由在 同 一领域 或不 同 领域 中科 

学家的真情合作 ，甚至是由几代科学家的合 

作 、继 承和发展 而获得的 。诺 贝尔 人才 热爱 

生活、兴趣广泛，他们有的爱好艺术 、体育、 

文学等，这样才能开阔科学视野 ，具有提供 

灵感的源泉。诺 贝尔奖获得者大都身心健 

康，他们大度、豁达 ，视金钱为粪土，自己过 

着清贫的生活。如澳大利亚化学家康福斯原 

为有机化学家。他与生物化学家波普杰克长 

达20年的紧密合作。共同研究出l3个反应的 

立体机制 ，并因此而双双闻名于世 。也为日 

后获诺贝尔化学奖奠定了基础 。康福斯发明 

的将 有机 化学 、生物化学 和物理 技术交 融在 

一

起的研究方法至今仍用于解决生物合成 

机制问题。欣谢尔伍德在获诺贝尔奖的同时 

还是一位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和艺术家 ．他的 

绘画作品曾在哥德斯密大厦展出，弗洛里获 

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，退休以后仍活跃在聚 

合物科学的最前沿，发表了80多篇论文，他 

对液晶高分子的科学预言，不仅被实现，而 

且 成为化学研究 的热点之一 。 

3 对我国化学教学改革的启示 

3．1 教材要保持现代 性和先进性 

化学正在成 为2l世 纪的 中心学科 ．可 由 

图l、图2说明： 

臣1 化学是一门承上启下的中心学科 

纺织 农业 建材 汽车 

图 2 化学是一门社会需要的中心学科 

化学教育要反映化学学科的中心地位 ， 

要把现代的科学、技术、文化成果完整地、及 

时地反映在学科结构之中。化学教材的内容 

应处理好学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．处 

理好培养学科尖子人才和提高公众化学素 

养的关系。笔者认为当前化学教材 。尤其是 

中学化学教材必须进一步充实强化联系生 

产生活实际的内容 ，对生命科学中的化学问 

题、绿色化学和新型功能材料应作适当的介 

绍 ，从开始就要有意识地激发学生对化学产 

生浓厚兴 趣。 

3．2 重视学科 间的渗透 和交叉 

当前化学中的重大成就往往在边缘学 

科、学科 的交叉综合中获得 ，或利用数学物 

理方法和技术解决了重大的化学 问题 ．如 

l998年 化学 诺 贝尔 奖获 得者 美 国 的科学 家 

瓦尔特·科恩和英国的约翰·波普 ，他们分别 

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，他们分别利用物理和 

数学工具在化学领域中作出了举世瞩 目的 

成就，因而又成为化学家。因此。中学化学教 

学应跟其它学科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．实旌 

Ts教学和综合理科教学 

33 培养科学精神，塑造健全人格 

化学教学 ，特别是中学化学教学 ，在传 

授知识的同时，应加强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 

的教育 ，发掘科学教学 中的人文因素。将人 

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有机地整合起来进行教 

育 ，使科学教育人文化 ，帮助学生树立科学 

的世界观 、价值观、道德观，使学生理解今天 

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应不再以破坏人 

类赖 以生存的环境为代价 ．树立“可持续发 

展”的思想。帮助学生揭穿“水变油”、“气功 

改变放射性元素半衰期”、“油煎手指神功” 

等骗局，自觉地同一切反科学、伪科学作斗 

争。在教育中可引入关于价值观的社会争执 

或 疑难 问题 ，如师 生开 展对 “化 工生产 与 环 

境保护”、“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”等问题 

的讨论 ，加强化学史的教育，通过化学家的 

成才史塑造学生 的人格 。 

3．4 重视创 新精神和创造 力的培养 

不久前。中科院院士王绶绾提出：“迎接 

诺 贝尔科学奖 的挑战 ”。为了 向诺 贝尔奖 冲 

击 ，中国亟须人才 ，亟须高素质的科技明星， 

中国亟须在未来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

的跨世纪人才 

随着世 界化学 教育 的发展 。中国的化学 

教育也要有更高的要求。最重要的是创新精 

神和创造力的培养，也就是提高学生素质的 

问题。具体一点来讲，就是通过化学知识传 

授 ，让学生改善学习策略 ，学会求知；让学生 

掌握科学方法 ，学会发展 ；让学生增加人际 

交往，学会合作。而教师则要具有扎实的专 

业知识基础 ，要提高教学效率。提高教学的 

技艺和能力 ，学会研究 。并加强化学实验教 

学 ，学会现代技术 ，将其引入课堂教学。要做 

到这些，首先教师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

感 ，摒弃陈旧的教学模式 。坚持理论联系实 

际，这样才能提高对化学的敏感性 ．才能用 

化学本身的魅力吸引学生。其次 。教师要优 

化课堂教学 ，在优化课堂知识结构、优化解 

题策略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思维能力．提高学 

生的认识能力，强化教学接受能力。量后 。优 

选教学内容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和学生劳动 

技能的培养 。在化学教学 中要注意个性发 

展 ，认识个性差异，尊重个性，因材施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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